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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部战士小王在野外训练时，突然

感觉身体瘙痒难耐，掀开衣服后发现前

胸皮肤潮红，还出现呼吸不畅的症状。

随队医务人员紧急将其送往北部战区

总医院就诊。该院皮肤科主任牛军仔

细检查后，诊断为急性荨麻疹。牛主任

介绍，夏季天气闷热、多雨潮湿，加上官

兵在野外训练时体能消耗大、水分流失

快，可能导致人体免疫功能紊乱，引发

皮肤疾病。

野外驻训期间，官兵易患湿疹、荨麻

疹、日光性皮炎等皮肤疾病。湿疹由多

种因素引起，包括遗传因素、环境因素、

心理状态等。以下情况较易诱发湿疹：

过敏体质或有家族过敏史的人群；精神

压力大、睡眠质量下降、情绪波动较大；

长期在炎热潮湿或过度干燥的环境下工

作、生活；接触易引起过敏的物品，如柳

絮、豚草、蒿草等。此外，蚊虫叮咬也易

诱发或加重湿疹。

荨麻疹分为急性荨麻疹和慢性荨麻

疹。有荨麻疹病史或过敏体质的战友，

较易患急性荨麻疹，需格外注意。如果

患急性荨麻疹后不及时治疗，可能发展

成慢性荨麻疹。慢性荨麻疹与慢性胃

炎、精神紧张、情绪波动、不良饮食习惯

等有关。如果有战友患上慢性荨麻疹，

要规律作息、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保持

好的精神状态，同时配合规范的药物治

疗，可有效减少发病次数。

日光性皮炎主要由强紫外线照射引

起。有的战友在天气炎热时会撸起衣

袖、挽起裤腿，导致手臂、腿部皮肤长时

间受阳光暴晒，从而引发日光性皮炎。

除阳光照射外，光敏性食物和光敏性药

物的摄入，也是引发日光性皮炎的原因

之一。光敏性食物包括芥菜、苋菜、灰菜

等野菜，光敏性药物包括四环素类、磺胺

类等。野外驻训期间，战友们应尽量避

免接触此类食物和药物。

湿疹、荨麻疹、日光性皮炎都有皮肤

瘙痒、出现红斑等症状，但具体表现各不

相同。

患湿疹后，皮肤会出现红斑、丘疹、

丘疱疹，并从发病部位逐渐向周围皮肤

蔓延。患处瘙痒，抓挠后可能出现水疱、

皮肤颜色加重、皮肤表面粗糙肥厚等临

床表现。

急性荨麻疹和慢性荨麻疹发病较突

然，皮肤患处会出现红斑、风团等皮疹。

一段时间后，皮疹可自行消退，但容易反

复发作。少数患者还会出现患处皮肤红

肿，皮疹逐渐扩散至全身的情况。急性

荨麻疹病程较短，一般为 2-3 周；慢性荨

麻疹病程较长，通常持续 6 周以上。患

急性荨麻疹的战友一般有恶心、呕吐、头

痛、腹泻等并发症，严重的还会出现血压

下降、呼吸困难等情况，应及时就医。

日光性皮炎最明显的症状是皮肤

灼热、有疼痛感。通常情况下，暴晒部

位会出现红斑。红斑数量随照射时间

延长而增多，3-5 天后逐渐消退。消退

过程中有脱皮和轻度的色素沉着。如

果 身 体 暴 晒 面 积 过 大 ，还 可 能 出 现 发

热 、头 痛 、恶 心 、心 悸 甚 至 休 克 等 中 暑

症状。

做好基础预防、避免诱发因素，可

有效规避皮肤疾病发生。野外驻训期

间，部队要注重营区的卫生管理，组织

人员对宿营地进行修整，铲除宿营地周

围杂草，定期处理垃圾和喷洒杀虫剂，

经常对帐篷进行洗消，防止蚊蝇滋生。

战友们要加强自我管理，养成良好的个

人习惯。勤剪指甲、勤洗澡，衣物和被

褥等要勤换洗、勤晾晒，不对皮肤进行

不必要的抓挠；尽量规律作息，保证充

足的睡眠时间；着装应洁净舒适，尽量

穿合身衣物，避免衣服过小摩擦身体皮

肤；忌食辛辣、生冷等刺激性食物，多吃

蔬菜、水果等，保持体内营养均衡；官兵

在野外训练时，要扎紧裤口、领口和袖

口，不要随便坐卧，防止被有毒植物刺

伤或被毒虫咬伤；训练前可在皮肤暴露

部位涂抹防晒霜，避免长时间日光照射

对皮肤造成损伤。

若官兵在野外驻训期间出现皮肤

瘙痒、红肿等症状，应及时咨询随队军

医，避免病情加重。如确诊为湿疹、荨

麻疹等皮肤疾病，应遵医嘱进行抗过敏

治疗。患日光性皮炎的战友，要保护好

晒伤部位，尽量避免外界刺激，可在患

处涂抹炉甘石洗剂。如果病情较为严

重，患处出现水疱、灼痛感加重等症状，

可局部冰敷，直到急性症状消退。如患

急性荨麻疹，且伴有呼吸困难等症状，

应立即送医治疗。

野外驻训，莫忽视皮肤疾病
■孙 巍 本报特约通讯员 白天任

健康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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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幽门螺旋杆菌检测呈阳性，要

立即治疗吗？”近日，陆军某部中校刘元

拿着体检报告来联勤保障部队第 901 医

院消化内科就诊。幽门螺旋杆菌检测呈

阳性是否说明患了胃病？需要治疗吗？

今天我们请联勤保障部队第 901 医院消

化内科副主任医师严和中，为战友们介

绍幽门螺旋杆菌的相关知识。

幽门螺旋杆菌是一种螺旋形、微厌

氧的革兰阴性杆菌，黏附于胃黏膜及细

胞间隙。幽门螺旋杆菌感染是比较常见

的疾病，可能导致胃部出现炎症。随着

感染时间延长，还可能引发胃炎、胃溃疡

或十二指肠溃疡等消化性溃疡。

目前，幽门螺旋杆菌的检测方法主

要有：幽门螺旋杆菌抗体检测、碳 14 或

碳 13 呼气试验、尿素酶试验（胃镜）、粪

便抗原检查。幽门螺旋杆菌抗体检测较

为方便，采用最多。如果幽门螺旋杆菌

抗体检测结果为阳性，不必惊慌，可再做

一个呼气试验。若两次检查结果均为阳

性，才能确诊为幽门螺旋杆菌感染。

有的战友发现幽门螺旋杆菌感染后，

会产生恐慌心理，担心自己患上胃癌。研

究表明，在早期胃癌患者中，幽门螺旋杆

菌的感染率较高；感染了幽门螺旋杆菌的

人群，患胃癌的危险性也高于未感染幽门

螺旋杆菌的人群。但这并不代表感染了

幽门螺旋杆菌一定会患上胃癌。幽门螺

旋杆菌的种株很多，患者只有感染了毒力

很强、致癌几率较高的种株，才有可能患

胃癌。而且，胃癌的发生发展是由遗传因

素、感染因素、环境因素等共同影响的。

幽门螺旋杆菌分泌的一些毒性物质，可以

破坏胃黏膜，使致癌因子更容易作用于胃

黏膜的上皮细胞，但不能直接导致癌变。

幽门螺旋杆菌感染的杀菌治疗需根

据实际情况而定。若无胃疼、胃酸、胃胀

等症状，不需要治疗。因为治疗幽门螺旋

杆菌感染需大量服用抗生素。人体在非

必要情况下服用太多抗生素，会引起肠道

菌群失调，可能导致腹胀、腹部隐痛或大

便性状改变，还可能使胃部产生更多耐药

菌。因此，如果战友出现幽门螺旋杆菌感

染，且没有其他症状，只需定期检查，同时

注意饮食卫生和口腔卫生，保持乐观情

绪。存在幽门螺旋杆菌感染，且有家族胃

癌病史、年龄在 40岁以上的患者，建议做

胃镜检查，看是否有消化性溃疡、慢性活

动性胃炎等胃部疾病。患消化性溃疡、胃

黏膜相关淋巴组织淋巴瘤、慢性胃炎伴消

化不良、慢性胃炎伴胃黏膜萎缩糜烂的患

者，建议进行杀菌治疗。90%的幽门螺旋

杆菌感染者，经过 1-2 周治疗，体内的幽

门螺旋杆菌能得到有效控制。

杀菌治疗的疗程一般为 10 天或 14

天，停药 1个月以上再采取呼气试验的方

式进行复查。若检测结果是阴性，说明已

达到治疗目的。若复查结果仍为阳性，无

需过分紧张，遵医嘱进行后续治疗。

一些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会增加幽门

螺旋杆菌的感染几率。严医生提醒，预防

幽门螺旋杆菌感染要提高卫生防护意识，

饭前便后、外出归来勤洗手；保持口腔卫

生，养成早晚刷牙、餐后漱口的习惯，定期

更换牙刷；清淡饮食，少吃辛辣、油腻等刺

激性食物，不吃过烫、过甜、过酸、过冷的

食物。家庭成员中若有人查出幽门螺旋

杆菌感染，要注意分餐、不共用碗筷。

幽门螺旋杆菌检测呈阳性怎么办
■郝东红 本报记者 孙兴维

夏日炎炎，第 73 集团军某旅正在

大漠戈壁进行野外驻训。由于戈壁沙

尘天气较多，有的战友因防护不当出现

皮肤过敏、鼻腔出血等不适。如何有效

应对风沙天气给官兵健康带来的不利

影响？该旅根据野外驻训经历，整理了

一些健康心得，可供参考。

一

【镜头回放】行军过程中，一阵猛烈

的风沙袭来，坐在运输车后的战士廖鹏

感觉眼里被吹进了沙尘。他习惯性用

手揉眼，车上的卫生员看到后立刻阻

止，并让廖鹏低下头、眨动双眼，沙尘慢

慢随着眼泪流了出来。

【防护建议】如果官兵在行军过程

中突遇风沙，要闭口闭眼背对迎风面。

若沙尘不慎入眼，官兵可闭眼低头、眨

动眼睛，让异物随泪水从眼角流出。切

忌用手大力揉眼。沙子、尘土等颗粒物

较为坚硬，用手揉搓可能使进眼异物划

伤眼睛，手上的细菌还可能造成眼部感

染。当异物无法顺着眼泪流出时，可让

战友检查眼睛，用消毒棉签粘走异物，

然 后 在 军 医 指 导 下 使 用 合 适 的 眼 药

水。如果异物粘在角膜上，要及时就

医，避免因处理不当造成眼部感染，引

发角膜炎。

二

【镜头回放】班长吴龙搭设帐篷时，

突然黄沙蔽日，能见度不足 15 米。吴

班长戴着防风镜把帐篷固定好后，才返

回住宿区。没过多久，他感觉脖子黏痒

难受，用清水清洗后，发现脖子部位出

现红斑。

【防护建议】沙尘天空气湿度降低，

水分散失速度加快，皮肤水分易被风尘

带走。如果沙尘长时间附着在皮肤敏

感处，细尘颗粒上的病菌还可能引发皮

肤过敏，出现红斑、红疹、瘙痒等症状。

官兵在沙尘天要做好清洁、保湿工作。

外出时可适当涂抹有保湿作用的护肤

品。注意不要涂抹过量或选择过油的

护肤品，否则会吸附更多沙尘。从室外

返回后，尽可能及时漱口，清洗鼻腔、口

腔、手、脸等部位。条件允许时可以洗

澡，及时更换衣物，保持身体洁净。如

果出现皮肤过敏症状，要保持过敏部位

干净清洁，不要抓挠、摩擦患处。同时，

在军医指导下口服维生素 C 片、葡萄糖

酸钙等抗过敏药物。饮食上少吃辛辣、

油腻等刺激性食物。此外，沙尘天气

时，应及时关闭门窗，可通过洒水、拖地

等方式增加室内空气湿度。

三

【镜头回放】训练场上尘土飞扬，一

场阵地进攻演练正在进行。战士张良

觉得鼻子瘙痒难忍，用手揉鼻子后，出

现了鼻出血症状。

【防护建议】沙尘天气候干燥，官兵

在风沙中训练时，鼻腔内水分迅速流

失，导致鼻腔干燥、发痒，甚至出现鼻血

管出血症状。如果此时用手抠挖、揉搓

鼻部，可能加速鼻腔出血。官兵在沙尘

天训练时，要尽可能戴好口罩、帽子、防

风 镜 等 防 护 装 具 ，避 免 沙 尘 侵 入 口 、

鼻。训练结束后，可用清水洗鼻，清除

鼻腔内残余异物，滋润鼻腔黏膜。平时

多喝水、多吃绿色蔬果，以补充水分，保

持呼吸道湿润。如果出现鼻腔出血症

状，可用清洁柔软的棉布、纱条填塞鼻

腔，同时举起上肢、保持头前倾，以减少

鼻腔供血。注意不要仰头，否则会导致

血液回流。还可以用冷毛巾敷鼻部，使

鼻血管收缩止血。日常生活中，不要挖

鼻、抠鼻、用力擤鼻，防止损伤鼻黏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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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队组织献血活动时，官兵都踊跃

报名，积极参与。如何科学安全献血？

联勤保障部队第 984 医院检验输血科

副主任技师李立青，为战友们介绍一些

献血常识。

献血前的注意事项

献血者在献血前要保证充足的睡

眠时间，尽量不熬夜；饮食清淡，不吃油

腻食物；多饮水，补充足够的水分；切忌

空腹献血和饮酒后献血；献血前 3-5 天

不能服用阿司匹林等治疗性药物，防止

降低血小板功能；献血当天勿穿着袖口

过紧的衣服。

献血后的注意事项

注意休息。如果献血后感觉头晕，

要立即坐下或躺下休息，适当补充水

分，可喝些糖盐水。献血当天适当休

息，献血后 2-3 天内不要做剧烈运动。

避免伤口感染。献血后要用消毒

棉签按压针眼处 5 分钟以上，等到没有

出血情况再放下。如果针眼处血流不

止，或出现肿胀症状，要马上告知在场

的医疗人员。献血后 24 小时内尽量不

要洗澡，防止脏水污染针眼，引发感染。

合理饮食，补充营养。献血后可适

当多吃猪肉、牛肉、鱼肉、鸡蛋、牛奶和

动物内脏等富含蛋白质的食物，及富含

维生素 B12、铁、叶酸等营养物质的食

物，但不要暴饮暴食。献血后避免饮

酒，保证充足的睡眠时间。

此外，献血后 1 个月内尽量不要喝

浓茶，建议以新鲜果汁代替茶饮，既能

补充维生素，还能帮助血细胞再生。短

期内不要再次献血，两次献血时间应间

隔半年以上。

适合献血的人群

参加献血的人群，必须符合以下条

件：年龄在 18-55 周岁之间；男性体重

大于或等于 50 公斤、女性体重大于或

等于 45 公斤；收缩压在 90-140 毫米汞

柱，舒张压在 60-90 毫米汞柱，脉压差

大于或等于 30 毫米汞柱；脉搏在 60-

100 次/分、专业运动员脉搏大于或等于

50次/分；腋下体温在 36-37摄氏度。

以下人群不能参加献血：心脏、肝

脏、肾脏、血液、胃肠等脏器有严重功能

障碍或疾病者；乙肝、丙肝、艾滋病等病

毒阳性抗体携带者；患有传染性疾病，

如麻风、结核病等；女性月经期及月经

前后 3 天、妊娠期、流产后未满 6 个月、

分娩及哺乳期未满 1 年。

献血是否影响健康

健康成年人适量献血，不仅对身体

没有不良影响，反而有益健康。世界卫

生组织认为，只要献血量不超过自身总

血量的 13%，就对身体没有不良影响。

一个健康成年人体内的总血量大约是

自身体重的 7%-8%。一个 50 公斤重的

成年人，全身总血量约在 3500-4000 毫

升。献血 200-400 毫升，均在世界卫生

组织的安全标准内。

适量献血能提高造血功能。献血

后，血细胞数量减少，刺激骨髓造血组

织制造新的血液，可使骨髓保持旺盛的

活力。坚持长期献血还可降低血液黏

稠度，加快血液流速，提高脑血流量，起

到缓解或预防高粘血症的作用，减少心

脑血管疾病的发生。

献血常识应知晓
■温 静 本报特约记者 王均波

健康小贴士

岭南腹地，暑气蒸腾。第 74 集团

军某旅机动车队正向驻训地域进发。

中途休息时，列兵小吴感觉眩晕恶心、

直冒冷汗，还出现呕吐症状。随行军

医华东方了解情况后，让小吴闭眼平

躺在草地上，并从背包里拿出风油精，

涂抹在小吴太阳穴处。

华军医介绍，有的战友在乘坐汽

车、火车、飞机等交通工具时，会出现

眩晕、恶心、面色苍白、血压下降甚至

虚脱等症状，这在医学上称为晕动病，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晕车。

如 何 预 防 晕 车 症 状 ？ 华 军 医 提

醒，晕车的战友乘车前可适当服用晕

车药或贴晕车贴，也可提前准备新鲜

橘皮，将其对准鼻孔用力挤压。橘皮

喷射出的芳香汁液，能有效缓解晕车

症状。还可以准备鲜姜片，乘车时放

在鼻孔下闻，将辛辣味吸入鼻中，以

提神醒脑。如果官兵在乘车过程中

出现头痛恶心、耳鸣眼花等症状，可

将风油精涂抹于太阳穴或风池穴，或

者 在 肚 脐 处 滴 两 滴 ，同 时 按 压 内 关

穴 。 如 出 现 呕 吐 症 状 ，可 服 用 镇 吐

药。症状稍缓解后，适量饮水或吃些

新鲜蔬果，以补充水分、缓解肠胃不

适。注意不要过量饮水，否则会加剧

呕吐感。

闷热环境和异味也易导致晕车。

晕车的战友乘车时，可将湿毛巾敷在

额头上，或遮掩口鼻，起到吸热和遮挡

异味的作用。此外，晕动病的发生与

心理状态也有关系。紧张、焦虑、恐慌

等不良情绪容易使人出现晕车症状。

如果官兵乘车时出现不良情绪，要积

极进行自我调节，或与其他战友交流

谈心，以缓解不良情绪、转移注意力。

晕车症状通常在交通工具停止运

行后的数十分钟至几小时内消失。如

果一段时间后，晕车症状没有自行消

失，可闭上眼睛有规律地深呼吸，以集

中注意力，缓解晕车症状。

如何防治晕动病
■王哲浩 石良玉

巡诊日记

健康话题

近日，新疆军区某团医务人员携带医疗设备和药品，为驻地群众送医送药，开展义务巡诊活动。图为军医正在询

问村民的身体情况。 张明辉摄


